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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GHG）减排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至关重要。其中，
重型车（HDV）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占全球交通运输总排放量的 34%，
远高于其在全球车队保有量中的占比。当前，仅靠监管标准和强制性市场要求
不足以实现重型车行业脱碳，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车辆标识（包括
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的各类项目）是一项强有力的配套措施，也是引导消费者
选择低碳清洁重型车的一个重要工具。

尽管目前各大市场都已经意识到一项完备的重型车标识项目对于脱碳减排有
着重要意义，但是全球仅欧盟（EU）、日本和加州三个车辆市场实施了重型车
标识项目，相对于全球30多个轻型车（LDV）标识项目而言，这一数量微乎其
微。本文为中国及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制定与设计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的
最佳实践经验与建议。

对机动车标识项目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所述：

1. 车辆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能效标识项目或其他环保信息公开项目是相关法
规与财政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车辆温室气体排放
和提高能效。然而，目前重型车标识项目方面的经验欠缺。

2. 通过全球标识项目回顾发现，典型的车辆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能效标识
包含四类信息：车辆信息、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效、经济效益和标识说
明。

3. 通过基于消费者信息调查的文献综述发现，车辆技术信息和经济效益数
据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至关重要。

4. 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开发一项切实有效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项目，并涵
盖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效、评级系统和经济效益。

根据我们对国际车辆标识项目的评估，我们建议政策制定者采取以下措施，在
中国建立一项稳健务实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排放标识项目。该项目应：

1. 包括二氧化碳（CO2）、一氧化二氮（N2O）、甲烷（CH4）和氢氟烃
（HFC）在内的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CO2当量表示）。

2. 基于车辆类型、燃料类型和最大设计总质量（GVW）等级的重型车分
类；尤其应涵盖电动和氢燃料电池重型车。

3. 制定体现监管目标和解决消费者问题的标识。图 ES 1 和 ES 2 展示
了 ST8级（GVW 16000 kg–20000 kg）柴油载货汽车和 CB9 级
（GVW 16500 kg–18000 kg）电动客车的标识设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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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标识中的不同元素，我们建议采用如下方法学：

4. 基于实车测试或车辆模拟测量CO2 排放量和能效值；基于实车测试测
量 N2O 和 CH4 排放量；基于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和车用
空调（MVAC）系统泄漏率测量 HFC 排放量。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计算应基于 CO2、N2O、CH4 和 HFC 的排放量测量值（以 CO2 当量表
示），并应基于车辆年行驶里程（VKT）的假设值。

5. 基于车辆类型、GVW等级和燃料类型的基线偏差对GHG排放量和能效
水平进行评级，并且基于制冷剂GWP值及其泄漏率的综合指标对车用
空调系统进行评级。

6. 估算相对于同类基准（柴油）车型的成本节省。在计算某车型成本时，将
其认证能耗值乘以能源零售价和此类车型的VKT假设值。

7. 确保标识显示环保及经济变量（如VKT和能源零售价等）相关的主要假
设值，并就标注值与实际性能参数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发布免责声明。

8. 如果标识无法完全显示车型环保效益相关的详细信息，标识上可提供能
够获取更多资源的链接，可以是网页地址或二维码等形式。

中中国国重重型型⻋⻋温温室室⽓⽓体体标标识识
CCHHIINNAA HHDDVV GGHHGG LLAABBEELL

厢式货⻋ –质量段: SSTT88
动⼒：柴油
⽣产年份：2022；排放标准：国VIb

制造商： 北京福⽥

⻋型编号： BJ5186XXY-2M

额定载重: 9,545 kg

总质量: 18,000 kg

驱动形式: 4 × 2

发动机排量: 4.5 L

发动机额定功率：
发动机扭矩：

162 kW 
820 N·m

后处理技术： DOC+SCR+ASC+DPF

⻋⽤空调制冷剂: R-134a

先进能效技术 Eco-Roll

启停技术

低阻轮胎

⻋⻋辆辆详详情情
温温室室⽓⽓体体排排放放认认证证

§ 购置补贴: ⽆
§ 税费减免: ⽆
§ 更多信息：

浏览⻋辆制造商官⽅⺴站

登录中国机动⻋信息公开系统:
http://gk.vecc.org.cn/login

扫码登录⻋辆信息平台

激激励励政政策策

标识⽇期: 2022年7⽉1⽇

排放基准:
39 t CO2eq/year

-10%

-5%

+5%

-20%

温室⽓体
年总排放 : 32.5 t CO2eq/year

CO2: 750 g/kWh 626 g/km

N2O: 0.10 g/kWh

HFC: 10 g/year

CH4 : 0.05 g/kWh

5年动⼒
成本节省: ¥ 22,000
单位⾥程
动⼒成本: ¥ 2.0 /km

年耗能:
480,000
MJ/year

同同级级别别柴柴油油⻋⻋
能能耗耗等等级级::

⻋⽤空调评级:

百百公公⾥⾥能能耗耗

25.1 L/100km

标标识识及及免免责责声声明明
1) 能耗及成本计算基于⻋辆活动⽔平假设：SSTT88年年均均⾏⾏驶驶⾥⾥程程为为 5500,,000000 km。
2) 能耗及成本基于当前能源销售价格预测：柴油：7.4元/升；电⼒：1.8元/度；氢能：40元/克。
3) 全部发动机、底盘和实际道路测试符合GB 17691-2018和GB 30510-2018要求,测试载荷为100%。
4) ⻋辆的实际能效和排放情况可能与标识结果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包括道路情况、驾驶⻛格、实际使⽤模式等。
55)) 温温室室⽓⽓体体评评级级、、成成本本和和其其他他效效益益指指标标均均以以同同级级别别新新销销售售柴柴油油⻋⻋为为基基准准。。能能耗耗评评级级为为同同级级别别同同动动⼒⼒类类型型内内⽐⽐较较。。
6) 成本效益相关指标均以⻋辆标识⽇期时的最新政策为准，购⻋时可能存在变化。
7) 标识内容均为指导性指标,标识对实际使⽤情况和标识内容可能存在的差异不负相关责任。

图ES 1.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模板-柴油载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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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重重型型⻋⻋温温室室⽓⽓体体标标识识
CCHHIINNAA HHDDVV GGHHGG LLAABBEELL

重型客⻋ –质量段: CCBB99
动⼒：纯电
⽣产年份：2022

制造商： 宇通

⻋型编号： ZK6119BEVQY18P

额定载重: 5,400 kg

总质量: 18,000 kg

驱动形式: 4 × 2

电池容量: 320 kWh

发动机额定功率：
发动机扭矩：

350 kW
--

续航⾥程： 600 km

⻋⽤空调制冷剂: R-152a

先进能效技术 Eco-Roll

启停技术

低阻轮胎

⻋⻋辆辆详详情情
温温室室⽓⽓体体排排放放认认证证

百百公公⾥⾥能能耗耗

§ 购置补贴: ¥ 30,000 
§ 税费减免: 是
§ 更多信息:

浏览⻋辆制造商官⽅⺴站

登录中国机动⻋信息公开系统:
http://gk.vecc.org.cn/login

扫码登录⻋辆信息平台

激激励励政政策策

排放基准:
33 t CO2eq/year

-10%

-5%

+5%

-20%

温室⽓体
年总排放：~ 0 t CO2eq/year

CO2: 0 g/kWh —— 0 g/km

N2O: 0 g/kWh

HFC: 5 g/year

CH4 : 0 g/kWh

5年动⼒
成本节省: ¥ 80,000
单位⾥程
动⼒成本: ¥ 0.9 /km

年耗能:
116,000
MJ/year

标识⽇期：2022年7⽉1⽇

53.6 kWh/100km 同同级级别别电电动动⻋⻋
能能耗耗⽔⽔平平::

标标识识及及免免责责声声明明
1) 能耗及成本计算基于⻋辆活动⽔平假设：CCBB88年年均均⾏⾏驶驶⾥⾥程程为为 6600,,000000 km。
2) 能耗及成本基于当前能源销售价格预测：柴油：7.4元/升；电⼒：1.8元/度；氢能：40元/克。
3) 全部发动机、底盘和实际道路测试符合GB 17691-2018和GB 30510-2018要求,测试载荷为100%。
4) ⻋辆的实际能效和排放情况可能与标识结果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包括道路情况、驾驶⻛格、实际使⽤模式等。
55)) 温温室室⽓⽓体体评评级级、、成成本本和和其其他他效效益益指指标标均均以以同同级级别别新新销销售售柴柴油油⻋⻋为为基基准准。。能能耗耗评评级级为为同同级级别别同同动动⼒⼒类类型型内内⽐⽐较较。。
6) 成本效益相关指标均以⻋辆标识⽇期时的最新政策为准，购⻋时可能存在变化。
7) 标识内容均为指导性指标,标识对实际使⽤情况和标识内容可能存在的差异不负相关责任。

⻋⽤空调评级:

图ES 2.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模板-电动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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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GHG）减排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至关重要。重型车
（HDV）（包括GVW > 3500 kg的货车、牵引车、普通客车和城市客车）的
CO2排放量占全球交通运输排放总量的 34%，这一比例远高于其在全球车队
中的占比 (ICCT, 2020)。为实现重型车行业的减污降碳，全球的政策制定者
都在关注提高燃油效率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管标准和针对低碳清洁技
术车辆（尤其是零排放重型车）的强制性市场要求以及相关的财政与激励政
策。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推动与拉动”市场来推广高能效和/或低排放的低碳
重型车至关重要。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清洁车辆同样重
要。车辆标识（具体来说，汽车环保信息公开的各类项目）是辅助监管与财政
政策的一项重要且有力的配套措施。

尽管目前各大市场都已经意识到一项完备的重型车标识项目对于脱碳减排有
着重要意义，但是全球仅欧盟（EU）、日本和加州三个车辆市场实施了重型车
标识项目，相对于全球30多个轻型车（LDV）标识项目而言，这一数量微乎其
微。本文为中国及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制定与设计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的
最佳实践经验与建议。我们特别关注在标识上提供关键信息的类别、获取方法
学和设计方式。为此，本文结构如下所述：

第二章节回顾了中国的政策背景。第三章节基于2016 年的一项ICCT研究，概
述了全球现有的车辆标识项目，将18 个轻型车项目扩展到 30 个轻型车与重
型车项目。第四章节结合消费者关注的信息分析了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所需的
信息，此外，第四章节还提供了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的设计规则与模板。
基于对先进重型车标准的回顾和利益相关者访谈信息，第五至七章节详细分析
与讨论了关键要素的基本方法学，其中包括排放量和能效认证值、评级系统开
发以及经济效益指标计算。第八章节总结了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的主要
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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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背景 
2020 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争取到 2030 年
实现碳达峰，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发布了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该方案设定了到2025年CO2排放强度降低
18%和能源强度降低13%的总体目标，同时重点关注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1）。中国与全球的情况一样，重型车对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带来了巨大挑战；虽然重型车在车辆保有量中的占比仅为11%，但是
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道路交通活动总排放量中的占比却高达47%（中国公安
部，2020）。

针对重型车能效提升，中国已实施了三个阶段的燃油效率标准，其中针对不
同类型的重型车设定了最高油耗限值。现行的第三阶段标准于 2019 年 7 月
生效，旨在将全类别重型车的燃料消耗量降低 14.1%-27.2%（相对于2015 年
水平）。此外还发布了一项强制性环保信息公开政策，旨在监控重型车新车的
污染物排放合规性，由生态环境部（MEE）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要求进行监管。然而，现行的燃料消耗量标准不足以实现中国的脱碳目
标（Jin等人，2021），当前的信息公开系统也未涵盖一氧化二氮（N2O）、甲烷
（CH4）和氢氟碳化物（HFC）等非CO2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想实现国家的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需要额外的监管标准和配套政策予以加强。

“十四五”期间是中国开展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项目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
与现有的轻型车标识项目互为补充，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标识体系。在中国，
这样的一项项目将从两个方面推动低碳重型车发展、重型车温室气体监管标
准制定和重型车车队脱碳。一方面，中国正在制定重型车温室气体标准和法
规，一个直观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将有助于制定或实施未来的重型车温室
气体标准和政策，尤其有助于为设定限值和开发合规监测方案提供稳妥的方
法。另一方面，重型车标识项目可通过提供重型车能效和温室气体（包括 CO2

、N2O、CH4 和 HFC）排放量的宝贵数据来改进信息公开系统和帮助消费者。
同时，该项目可覆盖零排放重型车，包括纯电动汽车（BEV）和燃料电池电动
汽车（FCEV），并且推动重型车零排放转型。



2 ICCT 项目报告  |  国际车辆标识项目纵览及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排放标识的建议

3. 全球标识和信息公开项目概览
本章节介绍与回顾了全球车辆标识项目和信息公开系统，并且对三个重型车标
识项目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比较。

3.1. 概述

自 1978 年以来，全球各经济体先后引入了车辆燃料效率或温室气体排放量标
识，将其作为提高交通运输车队燃油效率的系列措施之一，主要目的在于提高
车辆的燃油经济性。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温室气体减
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多个市场开始将CO2排放量信息纳入更新的标识中。通
常的标识项目会强制要求企业购买车辆之前为消费者提供燃料消耗量和CO2

排放量信息，但有时是非强制性的；或者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来突出低碳车辆
的优势以激励消费者选择低碳清洁车辆。迄今为止，全球有 30 多个市场已经
或正在制定车辆标识项目。图 1 展示了全球主要市场车辆标识项目的进程概览
（Z. Yang等人，2016；GFEI, 2021）；图中每个方框的大小分别代表具有特
定标识项目的30 个市场所占的份额。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轻型车标识项目
而言，只有欧盟、日本和加州（CA）实施了重型车标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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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全球主要市场车辆标识项目的进程概览

3.2. 轻型车标识项目

从全球来看，美国和英国起步最早，从1978年就开始实施轻型车标识项目，随
后韩国从1988年开始。1999年，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包
括一个显示车辆燃油效率和CO2排放量的标识），以帮助车主选择节能高效的
乘用车。2009年，中国首次引入轻型车燃料消耗标识，包括了载客汽车（PV）
和轻型商用车（LCV）。

所有轻型车标识项目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车辆能效，因而能耗与相关的燃料成
本效益被视为最重要的指标，总是标注在最显眼的位置。车辆能耗与经济效
益信息有时会被一项效益评分（以特定数字或字母代表能耗或排放水平）指
标代替或同时出现，有时也用高于或低于车队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表示能效
等级。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成员国、新加坡、泰国、澳
大利亚、巴西、智利、韩国和南非）的标识将CO2绝对排放量作为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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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前五个国家的标识包含了能耗或温室气体排放的效益评级。消费者能够
通过这样的评级注意到更高的燃油经济性往往代表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水
平。图 2 显示了全球轻型车标识项目的标识样例。（GFEI, 2021; Z. Yang等
人，2016）

加拿大

美国

中国 巴西

德国

荷兰

韩国 日本

英国

越南

泰国

新加坡 新西兰

智利

澳大利亚

图2.轻型车标识项目的标识样例（多来源）

3.3. 重型车标识项目

迄今为止，只有欧盟、日本和加州实施了重型车标识项目。

欧盟标识项目从2019 年开始实施，受欧盟委员会 2017/2400号法规（欧盟
委员会，2017）管控。此项目为欧盟制定首批重型车CO2排放标准提供了宝贵
的排放和能效数据，这些标准旨在到 2030 年将重型车新车的CO2 排放量
减少30%。欧盟要求制造商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者信息清单（CIF），其中包括
CO2排放量和能耗认证值（基于车辆模拟）以及单车的其他详细技术信息，其
中，CO2排放量是基于车辆模拟结果进行监管。。目前，欧盟范围内仅约70%
的重型车新车在销售时提供消费者信息清单。图 3 展示了两个欧盟重型车标
识，虽然此清单的形式与图2中的标识不同，但是具备了相同的信息功能，所
以本分析将CIF视为欧盟的标识项目。由于法规只要求了需要披露的信息清
单，因此不同制造商的标识设计方案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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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欧盟重型车消费者信息清单（CIF）——MAN TGX 4 x 2货车（左）和DAF XF 4×2牵
引车（右）

为了扩大重型车CO2法规的适用范围，欧盟委员会正在积极将城市客车和普通
客车以及轻中型货车（GVW < 7.5 吨的货车）纳入标识范围，未来将进一步
涵盖新型燃料（包括混动和纯电动动力总成）。

日本的重型车标识是轻型车管理法规《能源合理使用法案》的一部分，于 
2000 年开始实施的。该法案不仅与其燃油效率标准紧密相关，而且在提
高公众意识和实现新能源汽车（NEV）销售目标方面成效显著(Z. Yang & 
Rutherford, 2019)。日本重型车标识仅显示车辆的油耗性能等级，通过确认
达到某个燃油效率基线或标明超出基线的百分比来确定等级。此外，日本要求
制造商公开更详细的车辆信息，其中包括车辆型号、尺寸、GVW、轮胎、排放
控制和燃油效率技术。在日本国土交通部（MLIT）发布的信息公开网站上可以
查到相对性能的评级。参见图 4。

根据“领跑者”（Top Runner）方法，日本以各类车型（按照车型和重量分类）
在2015年的最佳燃油效率作为该车型的油耗基线；该基线也将作为未来几年
的评级标准。例如，达到基线燃油效率的车辆得分为 100，得分将标注在重型
车标识上，如图 4 中的标识和前两个车型所示；如果车辆的燃油效率高出基
线 11%（如下图中的第三种情况），该车辆得分为 111，并且标识上将标明“超额
完成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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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日本重型车燃油效率标识与消费者信息清单示例(MLI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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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也实施了重型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并制定了一项完善的轻型车标识
项目，但联邦政府并未实施任何重型车标识项目。不过，美国加州自行开展了
中重型车标识项目，旨在向消费者推广更高效、温室气体排放量更低的车辆，
并提高车辆在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方面的合规性。对于中型车 （MDV），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的环保效益标识项目要求制造商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及之后制造的中型车、皮卡车和厢式货车（GVW 为 8501至14000 
磅，载客汽车除外）新车标注相关信息(CARB, 2021)。标识上提供基于实车
测试确定的温室气体排放等级和烟雾等级以及车辆认证采用的排放标准；图 
5 显示了一个标识示例。标识评级范围从 A+ 到 D，其中 A+ 是最高且最清
洁的等级。对于重型车，加州的第二阶段重型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 (CARB, 
2018) 要求对牵引车和专用汽车（挂车、重型皮卡车和厢式货车）的排放控制
系统进行规范标识，关于标注信息的最低要求如表 1 所示。

图5.加州中型车环保效益标识示例

表1.加州第二阶段排放标准中针对牵引车和专用汽车排放控制标识信息的最低要求

序号 信息要求 说明 牵引车 专用汽车

1 IRT 发动机关闭系统 P P

2 LRRA 低滚动阻力轮胎（全部）
（如果已标注，则不需要提供第3和第4项） P P

3 LRRD 低滚动阻力轮胎（驱动） P P

4 LRRS 低滚动阻力轮胎（转向） P P

5 TPMS 胎压监测系统 P P

6 ATI 轮胎自动充气系统 P P

7 ATS 空气动力学侧裙板和/或油箱整流罩 P P

8 ARF 空气动力学车顶整流罩 P P

9 ARFR 高度可调的空气动力学车顶整流罩 P P

10 AFF 空气动力学前整流罩 P

11 AREF 空气动力学后整流罩 P

12 TGR 牵引车间隙缩小整流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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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机动车信息公开系统

目前，中国尚未开展任何重型车标识项目，消费者只能通过信息公开系统获取
重型车相关信息。根据环保信息公开政策 （生态环境部，2016）要求，信息公
开系统于2016年上线，由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VECC）运营管
理，旨在提高车辆污染物排放的合规性和公众意识。消费者或公众在购买车辆
时可通过信息公开网站1 或随车清单了解相关信息。这是在中国开展一项综合
性标识项目的重要过渡性步骤。每个重型车车型都有一个唯一的 ID，方便消费
者在信息公开系统中查看车辆信息(VECC, 2016a)。

相对于标识项目而言，信息公开系统提供更为详细的车辆技术信息。制造商需
要提供车辆及发动机的综合信息，其中包括制造商、型号、车辆类型、燃料、尺
寸（长×宽×高）、整备质量、GVW、轮胎、车轴和驾驶模式的详细信息。对于
发动机和变速器，需要提供制造商、型号、排量、功率、速度、扭矩、气缸、冷却
液、排放后处理零部件、档位和速比等信息。国六排放标准（GB 17691-2018）
和燃油效率标准中也对环保效益和能源效率作了相关规定，其中包括一氧化碳
（CO）、碳氢化合物（THC）和氮氧化物（NOX）的排放量（g/kWh）；重型车
发动机和 PEMS 测试测得的 PN 排放量（#/kWh）；底盘和 PEMS 测试测
得的能耗（L/100km 或 kWh/100）；以及CO2 排放量（g/kWh）。相关汇总
信息见表2。

表 2 还将中国信息公开系统中的关键信息与欧盟的消费者信息清单进行了比
较。两个系统中大部分项目都需要类似的信息，但欧盟消费者信息清单更侧重
于车辆模拟相关的信息（蓝色突出显示），而中国系统则更侧重于空气污染物
排放控制相关的信息（红色突出显示），这是因为中国的信息公开系统受《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管控。在制定中国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时，可
考虑将系统中的污染物信息以及欧盟清单中涉及的重型车子组分类、轮胎和动
能滑行等先进能效技术纳入标识，因为这些信息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虽然中国的信息公开系统为消费者提供了综合信息，但是使用起来不太方便。
消费者只有完成注册程序才能访问网站，同时会收到一长串复杂的车辆信息。
相比之下，欧盟和日本则根据车辆公开信息制定了重型车标识项目，通过一种
更简明有效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了关键数据集。此外，中国的信息公开系统未
涵盖N2O、CH4、HFCs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也不适用零排放车等清洁低
碳技术。总之，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系统可大大提高消费者意识，并有助于进
一步完善现有的信息公开体系和促进未来标准的制定。同时，中国完善的信息
公开系统为制定一项温室气体标识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网址链接：http://gk.vecc.org.cn/login

http://gk.vecc.org.c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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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欧盟消费者信息清单与中国信息公开系统之间的公开车辆信息比较

项目列表 欧盟 中国信息公开

车辆数据

• 制造商

• 型号

• VIN
• 类别 

(N1, N2, …)
• 用途（城市、区域、长途等）

• GVW 
• 车轴配置

• 子组分类

• 整备质量

• 商用（是/否）

• 燃料

• 车辆尺寸

• 制造商

• 型号

• VIN
• 类别 

(N1, N2, …)
• 用途（运货、卫生、物流等）

• GVW
• 车轴配置

• 排放标准

• 整备质量

• 商用（是/否）

• 燃料

• 车辆尺寸

发动机

• 发动机型号

• 发动机额定功率

• 发动机排量

• 发动机扭矩

• 发动机转速

• 气缸

• 发动机型号

• 发动机额定/最大功率

• 发动机排量

• 发动机扭矩

• 发动机转速

• 气缸

传动系

• 变速器参数

• 变速器类型

• 档位数

• 减速器（是/否）

• 变速器参数

• 变速器类型

• 档位数

• 速比

其他车辆零部件

• 主传动比

• 所有轮胎的平均滚动阻力系数
（RRC）

• 所有轮胎的平均燃油效率标识等级

• 主传动比

• 排放后处理系统组件、型号和制造
商（DOC、SCR、ASC、DPF和 降
噪）

• OBD供应商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 自动启停（是/否）

• 配备发动机自动启停的动能滑行（
是/否）

• 未配备发动机自动启停的动能滑行
（是/否）

• 前瞻巡航控制？ （是/否）

• 不适用

测试或模拟清单
• 模拟任务简介

• 测试循环的平均载荷与速度

• 软件工具版本

• 测试循环与标准

• 测试设施

油耗和排放结果
• 燃油消耗量 

(L/100km, L/t-km) 

• CO2比排放量 (gCO2/t-km)

• 燃油消耗量 
(L/100km, kWh/100km) 

• 污染物CO2 排放量（PN单位为#/
kWh，其他污染物单位为mg/
kWh）

标识符与说明
• 制造商记录文件的加密哈希

• 通知与免责声明

• 车辆的唯一ID
• 通知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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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信息清单和设计
一项完善的标识项目需具备最关键的信息和能够引导消费者的可视化设计。本
章节结合消费者感兴趣的信息分析了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所需的信息。此外
还提供了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的设计规则与模板。

4.1. 现有标识项目的典型信息

虽然不同国家的标识设计方案大相径庭，但是标识上显示的信息存在诸多关
键共性。表 3 显示了 30 个标识项目的典型信息及使用频率；标注的信息以橙
色突出显示。该表汇总了 2016 年的一项 ICCT 研究中涉及的 18 个车辆标识
项目（Z. Yang等人，2016）以及针对本研究从多个来源搜集的 12 个标识项目
（GFEI, 2021; UNEP, 2017; 沙特阿拉伯标准组织，2017；Mock, 2016）。

我们确定了四类关键信息，即车辆信息、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效、经济效益和
标识说明。超过65%的标识包含品牌和型号名称以及动力总成类型等车辆信
息，而仅高级项目（欧盟和美国）包含发动机信息、GVW 和车辆类别信息，这
些信息将有助于更准确地验证能效和CO2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和燃油效率认证值一般用于证实车辆合规性，但为了激励消费者
购买，通常也会提供环保和经济效益等级。其中，20%的标识项目同时提供评
级和成本相关信息；美国和加拿大设计的标识最贴近消费者需求，标识上突出
显示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效益等级。最后，超过 80% 的标识显示附加信息
（例如标识说明与免责声明），超过一半的标识标注了如何通过信息公开网站
或二维码等渠道了解更多的车辆详细信息。

4.2. 消费者兴趣信息

为了进一步确认所识别的设计元素是否确实吸引消费者以及是否未考虑到消
费者感兴趣的其他信息，我们根据以往的ICCT 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消费
者对清洁车辆（尤其是纯电动车）的担忧进行了相关调查（Esposito, 2014
；Li & Yang，未出版; Tian等人，2021；Wang等人，2021；Xiong & Wang, 
2020）。本研究分析了 25 个案例，并概括了这些案例中识别的 40 个关键要
素，图 6 显示了各要素的使用频率。



表3. 30个标识项目的典型信息及使用频率

机动车市场 标识项目

车辆信息 GHG排放和能效 经济效益 标识说明

制造商和车型 动力、燃料类型
发动机功率 

及（或）排量
总质量和质量

段等 排放标准* 电池和里程 能效水平 能效等级 CO2排放(g/km) CO2排放等级
污染物排
放等级 总能耗

总能源动力
成本

成本
节省 提示及辅助信息 详细信息获取方式

阿根廷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澳大利亚 乘用车 & 轻货   1       1 1   1           1 1

奥地利 乘用车 1           1   1 1     1   1  

巴西 乘用车 & 轻货 1 1         1 1 1           1 1

美国加利福尼亚 重型车   1               1 1       1  

加拿大 乘用车 & 轻货   1   1   1 1   1 1 1 1     1 1

智利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1

中国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1

中国台北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1

欧盟 重型车 1 1 1 1 1 1 1   1           1  

德国 乘用车 1           1   1 1     1   1  

中国香港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1

印度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1  

日本 乘用车               1                

日本 重型车               1                

毛里求斯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黑山共和国 乘用车 1   1       1   1 1         1  

荷兰 乘用车 1           1 1 1           1  

新西兰 乘用车 & 轻商 1     1   1 1 1         1   1 1

菲律宾 乘用车 1       1   1 1 1              

沙特阿拉伯 乘用车 1 1 1 1     1 1                

新加坡 乘用车 & 轻商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南非 乘用车 1           1   1           1  

韩国 乘用车 & 轻货   1         1 1 1             1

泰国 乘用车 & 轻货 1 1 1 1 1   1 1 1           1 1

土耳其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英国 乘用车 1 1 1       1   1 1     1   1 1

乌拉圭 乘用车 1           1   1           1 1

美国 乘用车 & 轻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越南 乘用车 1 1         1               1  

使用频率
 77%  67%  40%  33%  17%  20%  90%   47%  67%  30%  10%  10%  20%  10%   83%  53%

10 ICCT WHITE PAPER  |  RECOMMENDATIONS FOR A HEAVY-DUTY VEHICLE EMISSION LABELING PROGRA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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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关注的热门词汇

如图所示，车辆技术信息（例如电池规格、续驶里程和充电时间）和经济效益
（例如购车价格、能耗和成本节省）对于有意向购买新能源车的私家车车主
来说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在这些变量中，续航里程、售价、能耗和使用成本也
是重型车购买者感兴趣的要素。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控制重型车拥有总成本
（TCO）的潜在车主而言，能耗与经济效益相关的准确信息可能是一个决定性
因素（Mao等人，2021）。因此，在设计重型车标识时应优先考虑这些要素。

4.3. 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建议

根据上述标识项目中的典型信息和消费者感兴趣的信息，表 4 中显示了一份
最终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信息清单，其中包括我们建议标注的信息、数据样
例或说明以及各种信息的指标权重。在设计一个直观标识时，指标权重用于区
分信息的优先等级，权重等级范围从最不重要 (1) 到最重要 (5)。指标权重值
取决于一项要素在现有标识项目和消费者兴趣调查中出现的频率；出现频率更
高且消费者更感兴趣的信息通常拥有更高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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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拟议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信息列表

功能区 信息 举例说明 指标权重

车辆信息

制造商和型号
制造商名称或车辆型号 
车型代码
车辆识别码（VIN）

3

标准车辆类别 N1, N2, N3, M1, M2, M3
市区、非市区 2

车辆子类别 按车辆类型和重量划分的重型车类别，例如ST8, CB2, TT5 4

车辆尺寸 长、宽、高；颜色 
整备质量、GVW 1

技术信息

生产年份
燃料
排放标准（内燃机）
续驶里程（纯电动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5

发动机信息 型号、代码和排量
额定功率、额定转速 2

先进能效技术 低滚动阻力轮胎、动能滑行、自动启停 3

温室气体排放量
和能效 

CO2排放量 数值（单位为g/km或g/kWh） 5

能效 数值（单位为L/100km或kWh/100km） 5

年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 数值（单位为年CO2当量排放量，吨） 5

年能耗总量 数值（单位为每年MJ） 4

温室气体排放等级 评级范围为 A+ A B C D 5

能效等级 评级范围为A+ A B C D 4

车用空调制冷剂 制冷剂名称 3

车用空调能效等级 评级范围为A+ A B C D 4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数值（单位为g/kWh） 2

认证信息： 行驶循环； 
平均车速（km/h）; 平均负载（%） 1

经济效益

5年成本节省/支出 数值，“燃料成本节省/支出X,XXX元” 5

燃料成本率 每公里X,X元 3

每年燃料成本 每年X,XXX元 1

购置补贴 “车价直降X,XXX元” 4

税收减免 “增值税/消费税/购置税/年度汽车税/排放税减免X,XXX元” 3

城市层面的激励
措施

“允许进入市区” 
“通行费减免XX%”
“免除车牌限号”等

1

标识说明

提示与免责声明

包括上下文信息，例如：
1) “车辆类别，假设AA的年行驶里程为xx,xxx 公里”；
2) “假设能源价格为 X”；
3) “由于多种因素，您的实际燃油经济性和污染物排放量可能会有所不同”；
4) “ 将柴油新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成本和收益与平均值进行比较；能效等级与

特定的燃料进行比较”；
5) “ 所有成本和收益信息均基于重型车标识时间点的现行政策，随时可能会发生

变化”；
6) “ 这个标识只是一个指标。我们对标注值与实际性能参数之间的任何偏差不承

担责任”。

5

了解更多信息
为消费者提供车辆相关的更多信息或特定信息，例如：
1)   唯一ID和中国信息公开系统的网址（http://gk.vecc.org.cn/login）
2)  扫描二维码转到指定信息平台或制造商网站

4

标注日期 表示标注日期，YY/MM/DD 2

请注意，包括数值、等级和文本在内的所有信息都必须符合燃油效率标准、排放标准及其他政策法规。

http://gk.vecc.org.c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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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设计方案

为了提高关注度和可读性，在设计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时应遵循表 4 中所列
的指标权重值。对于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项目，我们建议采用以下设计规
则：指标权重等级为 5 或 4 的信息应尽可能突出显示，3 级或 2 级信息应正
常标注，所有未标注的信息均应在信息公开系统或相关平台上展示。这样的
话，如果消费者感兴趣，他们仍然可以自行了解相关车辆信息。

根据上述规则，我们针对 ST8 级柴油载货汽车（GVW 16000 kg–20000 
kg）和 CB9级电动客车（GVW 16500 kg–18000 kg）设计了两个中国重型
车温室气体标识模板，如图 7 和图 8所示。

关于重型车标识的有趣研究成果（与我们预期一致）如下所述：

1. 内燃机重型车的能效等级始终与其温室气体减排等级一致；

2. 零排放重型车的温室气体减排等级无疑总会是“A+”，但其能效等级可
能各不相同；

3. 相对于柴油车的总燃料成本节省越多，温室气体减排评级也就越高；

4. 更高的能效等级能够降低总能耗和燃料成本来帮助消费者省钱；然而，
各类零排放车型总是能节省更多的燃料成本。

5. 车用空调系统和其评级是独立的且各不相同。

中中国国重重型型⻋⻋温温室室⽓⽓体体标标识识
CCHHIINNAA HHDDVV GGHHGG LLAABBEELL

厢式货⻋ –质量段: SSTT88
动⼒：柴油
⽣产年份：2022；排放标准：国VIb

制造商： 北京福⽥

⻋型编号： BJ5186XXY-2M

额定载重: 9,545 kg

总质量: 18,000 kg

驱动形式: 4 × 2

发动机排量: 4.5 L

发动机额定功率：
发动机扭矩：

162 kW 
820 N·m

后处理技术： DOC+SCR+ASC+DPF

⻋⽤空调制冷剂: R-134a

先进能效技术 Eco-Roll

启停技术

低阻轮胎

⻋⻋辆辆详详情情
温温室室⽓⽓体体排排放放认认证证

§ 购置补贴: ⽆
§ 税费减免: ⽆
§ 更多信息：

浏览⻋辆制造商官⽅⺴站

登录中国机动⻋信息公开系统:
http://gk.vecc.org.cn/login

扫码登录⻋辆信息平台

激激励励政政策策

标识⽇期: 2022年7⽉1⽇

排放基准:
39 t CO2eq/year

-10%

-5%

+5%

-20%

温室⽓体
年总排放 : 32.5 t CO2eq/year

CO2: 750 g/kWh 626 g/km

N2O: 0.10 g/kWh

HFC: 10 g/year

CH4 : 0.05 g/kWh

5年动⼒
成本节省: ¥ 22,000
单位⾥程
动⼒成本: ¥ 2.0 /km

年耗能:
480,000
MJ/year

同同级级别别柴柴油油⻋⻋
能能耗耗等等级级::

⻋⽤空调评级:

百百公公⾥⾥能能耗耗

25.1 L/100km

标标识识及及免免责责声声明明
1) 能耗及成本计算基于⻋辆活动⽔平假设：SSTT88年年均均⾏⾏驶驶⾥⾥程程为为 5500,,000000 km。
2) 能耗及成本基于当前能源销售价格预测：柴油：7.4元/升；电⼒：1.8元/度；氢能：40元/克。
3) 全部发动机、底盘和实际道路测试符合GB 17691-2018和GB 30510-2018要求,测试载荷为100%。
4) ⻋辆的实际能效和排放情况可能与标识结果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包括道路情况、驾驶⻛格、实际使⽤模式等。
55)) 温温室室⽓⽓体体评评级级、、成成本本和和其其他他效效益益指指标标均均以以同同级级别别新新销销售售柴柴油油⻋⻋为为基基准准。。能能耗耗评评级级为为同同级级别别同同动动⼒⼒类类型型内内⽐⽐较较。。
6) 成本效益相关指标均以⻋辆标识⽇期时的最新政策为准，购⻋时可能存在变化。
7) 标识内容均为指导性指标,标识对实际使⽤情况和标识内容可能存在的差异不负相关责任。

图7.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模板——柴油载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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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重重型型⻋⻋温温室室⽓⽓体体标标识识
CCHHIINNAA HHDDVV GGHHGG LLAABBEELL

重型客⻋ –质量段: CCBB99
动⼒：纯电
⽣产年份：2022

制造商： 宇通

⻋型编号： ZK6119BEVQY18P

额定载重: 5,400 kg

总质量: 18,000 kg

驱动形式: 4 × 2

电池容量: 320 kWh

发动机额定功率：
发动机扭矩：

350 kW
--

续航⾥程： 600 km

⻋⽤空调制冷剂: R-152a

先进能效技术 Eco-Roll

启停技术

低阻轮胎

⻋⻋辆辆详详情情
温温室室⽓⽓体体排排放放认认证证

百百公公⾥⾥能能耗耗

§ 购置补贴: ¥ 30,000 
§ 税费减免: 是
§ 更多信息:

浏览⻋辆制造商官⽅⺴站

登录中国机动⻋信息公开系统:
http://gk.vecc.org.cn/login

扫码登录⻋辆信息平台

激激励励政政策策

排放基准:
33 t CO2eq/year

-10%

-5%

+5%

-20%

温室⽓体
年总排放：~ 0 t CO2eq/year

CO2: 0 g/kWh —— 0 g/km

N2O: 0 g/kWh

HFC: 5 g/year

CH4 : 0 g/kWh

5年动⼒
成本节省: ¥ 80,000
单位⾥程
动⼒成本: ¥ 0.9 /km

年耗能:
116,000
MJ/year

标识⽇期：2022年7⽉1⽇

53.6 kWh/100km 同同级级别别电电动动⻋⻋
能能耗耗⽔⽔平平::

标标识识及及免免责责声声明明
1) 能耗及成本计算基于⻋辆活动⽔平假设：CCBB88年年均均⾏⾏驶驶⾥⾥程程为为 6600,,000000 km。
2) 能耗及成本基于当前能源销售价格预测：柴油：7.4元/升；电⼒：1.8元/度；氢能：40元/克。
3) 全部发动机、底盘和实际道路测试符合GB 17691-2018和GB 30510-2018要求,测试载荷为100%。
4) ⻋辆的实际能效和排放情况可能与标识结果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包括道路情况、驾驶⻛格、实际使⽤模式等。
55)) 温温室室⽓⽓体体评评级级、、成成本本和和其其他他效效益益指指标标均均以以同同级级别别新新销销售售柴柴油油⻋⻋为为基基准准。。能能耗耗评评级级为为同同级级别别同同动动⼒⼒类类型型内内⽐⽐较较。。
6) 成本效益相关指标均以⻋辆标识⽇期时的最新政策为准，购⻋时可能存在变化。
7) 标识内容均为指导性指标,标识对实际使⽤情况和标识内容可能存在的差异不负相关责任。

⻋⽤空调评级:

图8.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模板——电动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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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温室气体排放及能效测量方法学
CO2排放和能效水平是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的核心，可通过多种方法测量。此
外，在中国同时标注 CO2 和非 CO2 温室气体（N2O、CH4 和 HFC）排放可能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这些污染物并未纳入监管范畴。本章节提供了测量温
室气体排放和能效水平的建议，以及估算车辆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

5.1. CO2排放量与能效

  一般情况下，CO2排放量和能效可以一起测量；在全球范围内，通常采用实车
测试和车辆模拟两种方法来验证车辆的CO2排放量和能效。
底盘测试和便携式排放测量系统（PEMS）测试是评估重型车排放和能耗水平
的可靠实车测试方法(Sharpe & Lowell, 2012)。在中国，油耗标准规定了底
盘测试测量车辆能耗（L/100km 或 kWh/100km）的方法，而行程CO2排放
量（g/km）可通过油耗进行转化估算。国六排放标准中规定的PEMS测试方
法主要用于测量污染物排放量。在信息公开政策中规定，除行程排放外还应报
告PEMS 测量的功基 CO2 排放量（ g/kWh）。

车辆模拟方法目前也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且极具成本效益的测量方法，已被
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Rodriguez, 2018)。车辆模拟工具可用于准确估算不
同循环工况下的油耗和CO2排放量（g/kWh或g/km或g/t-km）。从全球来
看，欧盟的车辆能耗计算工具（VECTO）和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模型（GEM）是
目前最全面的两种模拟工具。韩国环境部（MOE）和国家环境研究所（NIER）
开发的重型车排放模拟器（HES）以及日本国土交通部开发的模拟工具也已成
功应用于多个政府监管项目(Korean MOE & NIER, 2020; Kajiwara, 2011; 
Sharpe, 2019)。目前，中国正在探索验证CO2排放量和能效的潜在模拟方
法。通过法规文件回顾以及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和 VECC 
官员访谈，我们大体了解了当前模拟工具的功能及开发进展，详情见附录 II。图 
9 展示了四种模拟工具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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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EMa) VECTO

c) CATARC tool d) HES

图9. VECTO、GEM 1阶段、CATARC工具和HES的用户界面一览

总而言之，车辆 PEMS 测试和模拟工具均可用于标注重型车CO2排放量与能
效。中国可根据自身的发展要求和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两种方法。

5.2. 非CO2温室气体排放

鉴于中国已将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纳入国家目标中，未来也将制定相关排
放量限值标准，因此我们建议将 N2O、CH4 和 HFC 排放量纳入一个综合性
温室气体标识系统。表 5 汇总了全球主要市场针对非 CO2 排放量测量方法实
施的标准法规文件。如表5所示，美国已针对车辆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建立
了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而中国在非CO2排放监管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例如，目前中国尚未制定限制N2O排放量的相关标准，仅国VI排放标准中规定
了用于发动机测试的WHTC标准循环（强制点火）下的CH4排放量限值。预计
国VII排放标准中将对实际道路 PEMS 测试增加 N2O 和 CH4 的限值要求。
从全球来看，美国在中重型车辆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包括之前的第一阶段和
现行的第二阶段）中对这两种气体的检测方法和限值作了规定，如表5所示。
欧盟在欧VI排放标准中要求对重型车的CH4 排放量进行发动机测试，但不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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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2O 进行测试；预计欧VII排放标准（预计将于 2022 年 7 月发布）将会对 
CH4设定更为严格的限值要求，并且引入N2O 测试方法和限值。

此外，中国也没有相关标准规定车用空调的HFC 排放量；但是，预计将会在
现有的两项车用空调标准（GB/T 21361-2017 和 GB/T 37123-2018）基础
上制定一项控制车用空调制冷剂排放量（如R-134a）的国家标准（Yang等
人，2022）。在全球范围内，欧盟和美国都颁布了相关法规和标准，通过设定
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限值以及泄漏率（克/年）或每年泄漏量占
制冷剂总量的百分比限值来估算车用空调的HFC 排放量（欧盟委员会，2006
；美国环保署，2016）。欧盟 517/2015 号法规和美国温室气体报告项目
（GHGRP）要求 HFC 或 HFC 配套设施（包括车用空调）制造商根据制冷剂
的 GWP 报告与标注其产品的泄漏量及其 CO2 当量 (CO2e) 排放量和泄漏
率（美国环保署，2010）。

表5.中国、欧盟和美国针对非CO2温室气体排放实施的标准法规及配套测试方法

市场 项目 N2O CH4 HFC泄露

中国

法规 可能在国七中规定 国六 无

方法 - 发动机测试 -

是否报告 - 是 -

限值 - 0.5 g/kWh -

欧盟

法规 可能在欧VII中规定 
（制定中） 欧VI 有

方法 - 发动机测功机 制冷剂GWP和泄漏率
标准值

是否报告 - - 是

限值 - 0.5 g/kWh

制冷剂GWP ≤ 150，或
泄漏率 ≤ 

40 克/年（单蒸发器）;  
60 克/年（双蒸发器）

美国

法规 第二阶段M/HDV  
GHG法规 - 第二阶段M/HDV 

GHG法规

方法 发动机和底盘试验 发动机和底盘试验 设定制冷剂泄漏率限值

是否报告 否 否 是

限值

牵引车和专用汽车:  
0.01 g/bhp-hr

皮卡车和厢式货车:  
0.05 g/mi

牵引车和专用汽车: 
0.01 g/bhp-hr

皮卡车和厢式货车: 
0.05 g/mi

制冷剂GWP ≤ 150;
大型空调 (容量 > 

733g):  
 每年制冷剂泄漏率1.5%
型空调 (容量 £ 733g):  

11.0 克/年

总体而言，实车测试是测量 N2O 和 CH4 排放量的唯一可行的标准方法；在测
量 HFC 排放量时还需要提供制冷剂 GWP值和车用空调泄漏率。此外还需
要考虑是否应该在制定标准之前要求制造商标注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标
识有助于收集重型车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并评估标准制定的测量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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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车辆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估算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包括非CO2排放）将成为标识上比较车辆温室气体总排放
量的一个重要通用指标，而非每种温室气体的单独排放。考虑到排放数据可能
通过不同方法测量收集且采用不同的单位，我们开发了一种综合方法，将 CO2 
和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合并后标注在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上。

图 10 展示了以典型载货汽车为例估算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
量，gCO2e为单位)的方法。请注意，所有排放数据均为基于 ICCT 车辆测试
项目的估算值。示例采用N2O、CH4 和典型制冷剂 R-134a 的 100 年 GWP
值 (GWP-100) 来计算 GHG 年排放量（gCO2当量）（IPCC, 2014），上述
三种温室气体的GWP-100值分别为 298、28 和 1430。根据监管机构要
求，20 年 GWP值 (GWP-20)也可作为一项替代指标。请注意，这里的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仅表示车辆尾气中 CO2、N2O和CH4 排放量及车用空调HFC 
排放量，并不考虑上游排放量。

年均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

32.50 t
CO2e/yr

!
!

油耗标准 
法规重型车油耗测试 

(C-WTVC, CHTC)

Carbon balance
3.13 gCO2/g Diesel
0.800g Diesel/L

GWP-100值:
• N2O: 265
• CH4: 30

GWP-100 value:
• HFC (R-134a): 1430 

年均行驶里程(VKT)假设
50,000km / 年

排放标准 
重型车发动机测试 

 (WHTC)

空调标准
空调泄漏率测试或认证排放

功基非CO2排放:
0.1 g N2O/kWh

0.05g CH4/kWh

行程非CO2排放 :
N2O = 22.13 g CO2e/km
CH4 = 1.25 g CO2e/km

年制冷剂泄露:
10 g R-134a per year

年HFC排放:
R-134a = 0.01 t CO2e/a

功基CO2排放:
750 g CO2/kWh

行程CO2排放 :
626 g CO2/km

转换因子
0.835 kWh/km

能耗:
25 L 柴油/100km

图10.车辆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的标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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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型车标识评级系统方法学
本章节介绍了评级系统的基本方法以及为中国重型车设定评级基准。

6.1. 现有评级机制

标识上的排放量或能效等级有助于消费者理解该车辆相对于同类产品的性能
优劣势。此外，标识上的评级还免去向消费者解释CO2 或 GHG 排放量或燃
料消耗量的烦恼。对于监管机构而言，一套完善的评级机制配合基线方法也将
大幅提升监管标准的实施效力，例如设定限值。

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评估排放或能效水平。第一种方法是设定不同的油耗和
尾气CO2排放范围，然后根据车辆的实际油耗或排放量对车辆进行评级。这是
美国载客车辆标识采用的方法，如图 11a) 所示。基于排放量和能效认证值，能
效等级范围从 1（最差）到 10（最佳）（美国环保署，2021）。加州针对中型车
采用了这种评级机制，在最后一栏中列出比对评级（从 A+ 到 D）。第二种方法
是针对各类车型分别设定一条基线，然后根据基线对其能耗或排放水平进行
评级（例如，高于或低于基线的百分比），德国的轻型车标识采用了这种方法，
如图 11 b) 所示。二氧化碳排放基线是根据车重使用相关法规中规定的综合
性公式计算得出的。然后，根据基线偏差将车辆划分到对应的二氧化碳减排等
级。二氧化碳排放低于基线的车辆将划入A + 到 D 级，而二氧化碳排放等于
或高于基线的车辆将被划入E、F 或 G级(Alternativ Mobil, 2021)。

b) 德国轻型车CO2排放评级系统a) 美国车辆GHG排放评级系统

注: 车辆质量与排放基准值示例，如
总质量1,500 kg车辆的排放基准为171 gCO2/km, 
总质量1,000 kg车辆的排放基准为126 gCO2/km. 

图11. a)美国轻型车能耗和尾气排放评级系统 b)德国轻型车CO2能效评级系统 (U.S. EPA, 
2021; Alternativ Mobil, 2021)

2022年美国轻型车
GHG排放评级

CO2  
(g/mile)

MPG
(汽油)

对应的加州中型车
GHG排放评级

10 0
≥58

A+

10 1-155

A

9 156-200 45-57

8 201-243 37-44

7 244-291 31-36

6 292-335 27-30

5 336-338

22-265 339-394 A-

5 395-413
B+

4 414-450
19-21

4 451-480
B

3 481-507

16-183 508-563 B-

3 564-573
C+

2 574-619
14-15

2 620-658
C

1 659-676

≤131 677-732 C-

1 ≥73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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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评级机制建议

根据各类车型基线对重型车进行评级是衡量不同类型和重量等级重型车各
项性能的一种合理方法。此外，我们建议在标识上标注温室气体减排等级（以
CO2当量表示，包括 N2O、CH4 和 HFC），能效等级以及车用空调系统性能等
级。表 6 列出了评级机制的概要。

研究发现，如果同时标注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效，那么零排放车（例如纯电动
车）的温室气体排放评级为“A+”，因为这类车型几乎不排放任何污染物。但
是，如果其能耗高于同类纯电动车型，那么其能效评级可定为“C”或“D”。

此外，MVAC 系统可单独进行评级，因为该系统独立于车辆的驱动系统，但是
其对重型车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至关重要。如上所述，制冷剂的 GWP 值和
泄漏率（克/年）是对 MVAC 系统进行评级的两项最重要指标。考虑到有两项
指标，所以我们建议根据表现最差的一项指标来确定 MVAC 的最终评级。由
于中国目前还没有涵盖上述两项指标限值的强制性标准，因此我们采用欧盟
和美国标准来制定评级方案。

表6.拟议的重型车尾气排放评级量表

等级 说明 GHG排放量判断标准 能效判断标准 车用空调系统判断标准

A+ 极其好 GHG排放量至少比基线低
20% 能耗至少比基线低 20% 制冷剂GWP ≤ 150

年泄漏量 ≤ 5 g

A 非常好 GHG排放量比基线低
10%–20% 能耗比基线低 10%–20% 制冷剂 GWP ≤ 500

年泄漏量 ≤ 10 g

B 好 GHG排放量比基线低
5%–10% 能耗比基线低 5%–10% 制冷剂GWP ≤ 1000

年泄漏量≤ 15 g

C 一般 GHG排放量低于基线不到
5%或高于基线不超过5%

能耗低于基线不到5%或高
于基线不超过5%

制冷剂GWP ≤ 1500
年泄漏量 ≤ 20 g

D 差 GHG排放量比车队平均值
高5% 能耗比车队平均值高5% 制冷剂GWP > 1500

年泄漏量> 20 g

6.3. 设置评级基线

对于GHG排放量和能效评级，基线是评级方法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欧盟在
设定基线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根据报告与监测法规（2018/956 号法规）要
求，欧盟从2019 年开始监测已通过VECTO 认证的重型车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欧盟基于此法规制定的重型车CO2 排放标准中确定了一个基准期（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即第一个报告期），并根据同期收集的车
队平均值（即基线）设定了CO2 减排目标。在设定基线时，欧盟还考虑了重型车
类型、车重等级和用途等因素(Ragon & Rodriguez, 2021)。

我们建议采用类似的方法按照重型车类型、动力总成类型和车重等级来设定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耗基线。重型车分类可按照中国油耗标准的要求，如附录 
II 表 A2 所示。基线可以按照每年或每两年一次的频率更新。拟议的年度工作
时间表如图 12 所示，基线设定工作基于以下假设：

1. 假设标识项目从 2025 年初开始；

2. 第一个实施期允许额外一年的方案评估期和额外半年的基线确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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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期和报告统计期为 1 年，如有必要可以为 2 年。

4. 一般情况下，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来确定下阶段基线，然后才可以实施。

5. 如有可能，基线也可以是重型车温室气体标准中的排放限值或目标值。

6. 评级系统将根据基线偏差使用车队平均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以CO2当量
表示，包括CO2、N2O、CH4 和 HFC）来评估车队中每辆重型车的排放
水平。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项目实施

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项目

阶段 1
基准值为:

2025 基准值

2025 基准值
GHG排放和能耗

 (2024年车队平均值)

汇报并统计
车队平均值 1

2025年7月 – 2026年7月

汇报并统计
车队平均值 2

2026年7月 – 2027年7月

汇报并统计
车队平均值 3

2027年7月 – 2028年7月

车队平均值 X
7月  – 次年6月

阶段 2
基准值为:
车队平均值 1

阶段 3
基准值为:
车队平均值 2

阶段 X
基准值为:

车队平均值 (X-1)

车队排放汇报及下阶段基准值统计阶段基准值生效时段时间线

图12.基于每年更新基线数据的拟议工作进度表

6.4. 评级机制效果评估

我们的重型车数据库提供了近几年新车的公告能耗数据；我们将评级机制应
用于2020年的能耗数据，以测试我们提议的方法是否有效可行。我们选择了
ST8级柴油载货汽车（16000 kg < GVW ≤ 20000 kg）和CB9级电动客
车（16500 kg < GVW ≤ 18000 kg），因为它们在各自车队保有量中的占比
相对较高，并且在现实中也很常见。

为了完全遵循我们的方法，我们计算了 2019 年ST8 级柴油货车和CB9 级电
动客车的车队平均能耗（分别为 31 L/100km 和 55 kWh/100km），并将
其作为 2020 年车型的参考。图 13 显示了各车队2020 年车型新车的能耗密
度分布、基线（虚线）及各自的评级水平区间（参照表 6）。我们发现，一套完善
的评级系统将车辆划分成不同的性能等级，并且比例分布合理：少数A+级车
辆，60%-70%的A级和B级车辆（有改进空间），30%以上的C级车辆（需要大
幅改进），以及少数D级车辆（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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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能效评级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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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济效益估算方法学与标识说明
车辆使用成本和经济效益相关信息对于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至关重要。本章
节详细分析与讨论了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需要标注的关键经济效益指标，
以及对应的估算方法。

7.1. 燃料成本与经济节省

如上文所述，低燃料成本可节省大量开支，这一点足以激励更多消费者选
择低碳清洁的车辆，尤其是纯电动汽车（Fries 等人，2017；Wolfram & 
Lutsey，2016）。 ICCT 的多项研究还表明，从经济角度来看，在中国和欧洲
零排放重型车将从中受益（Mao 等人，2021；Basama 等人，2021）。然而，
这些经济上费用节省通常无法直观感受，相反在较高的购车价格对消费者的冲
击更加直接。

美国轻型车标识提供了一种估算燃料成本与经济节省的方法学。首先，为
了公平地比较所有车辆，需要进行几项假设，其中包括车辆平均年行驶里程
（VKT） 和能源零售价格（例如汽油、柴油和电力）。在标识说明中对这些假
设进行标注，并提醒消费者实际燃油经济性与排放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与理
论值可能存在差异。然后，在标识上展示估算的车辆年度燃料成本以及与普通
新车相比五年期的燃料成本节省（或超支）结果。例如，如果与普通车辆相比
可以为消费者节省开支，则标识会注明：“与普通新车相比，您将在五年内节省 
x,xxx 美元的燃料成本。”（美国环保署，2021）

对于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我们建议采用一种类似的方法来估算燃料成
本与经济节省（按照重型车车型和GVW等级分类）。表 7 列出了关键要素相
关的方法或假设。为了凸显零排放车的经济效益优势，我们建议将所有车辆的
成本节省与各自类别中柴油车在评级系统中的的基线油耗值进行比较。图 14 
展示了 CB9 级客车车队分燃料类型和能效等级的的五年期平均燃料成本节
省/支出估算值。结果显示，即使是能效较低的电动客车，其经济效益也明显
高于同类型高能效的柴油客车。附录 II 表 A2中给出了各类车型的年行驶里程
（VKT）假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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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中燃料成本与经济节省中的关键方法学或假设

要素 方法或假设

能效基线
（EE， L/100km或kWh/100km）

在评级系统或潜在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标准中确定的各类车
型的能耗基线

平均年行驶里程 (km) 各类车型的年行驶里程估算值（详见附录）

能源价格
（元/L或元/kWh）

年平均能源零售价格 （包括汽油、柴油、电
力、CNG、LPG和氢气）

车辆能效
（EE，L/100km或kWh/100km）

特定标识车辆的能耗

年能耗 
（EC， L/年或kWh/年)

EE × 0.01 × 年行驶里程 

燃料成本率
（元/km）

EC × 能源价格

五年期燃油成本节省 
（元） 5 × 

EE – 车队平均值.EE
100

 × 年行驶里程  × 燃油价格

-300,000

-200,000

-100,0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A+ A B C D A+ A B C D

柴油城市客9 电动城市客车9

5年
能
源
成
本
节
省
/浪
费
预
估
 (
元
)

车辆动力, 质量段 和 能效等级 

图14.2 CB9 级车队分燃料类型和能效等级的五年期平均燃料成本节省/超支估算

7.2. 激励政策及相关信息

中国实施了多种激励政策来推广低排放和零排放重型车，包括购置补贴、税
收减免、特定区域或特定日期准入等路权政策及其他 (Xie & Rodriguez, 
2021)。尽管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控制拥车总成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消费者很
容易忽视或错过这些优惠福利。拟标注或公开的激励政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方面：

 » 购置补贴，可直接标注。

 » 综合性税收减免政策，视车型和税收类型而定。可以简单标注车辆是否
可享受相关税收减免政策，并且可以在网上发布详细的政策和优惠。

 » 针对某些城市实施免过路费和放宽准入限制等其他综合性政策措施。此
类信息可能只能在网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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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激励政策变化很快，而且每年都可能不同，因此需要在标识说明中
发布一份明确的免责声明，以便消费者获悉所有成本与优惠均为阶段性的（以
重型车标识生成作为截止时间点），并且未来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7.3. 标识说明及详细信息获取渠道

如上所述，我们建议官方网站或制造商平台提供更多信息，例如详细的车辆技
术信息和消费者激励措施。对于中国而言，现有的信息公开系统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同时，现在人们经常使用手机查阅信息，在去实地看车之前就希望大体
了解所有信息，所以开发一款适用于智能手机的定制信息平台或应用程序也是
可行的。最终这些渠道可以标注为网站地址或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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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节给出了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8.1. 研究结论

标识项目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所述:

1. 车辆温室气体排放或能效标识项目，或信息公开项目是相关法规与财政
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车辆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
能效。全球30个市场（欧盟27个成员国算作一个整体市场）已实施车辆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项目，其中包括某种形式的车辆标识项目。然而，目前
重型车标识项目方面的经验欠缺。

2. 通过全球标识项目回顾发现，典型的车辆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能效标识
包含四类信息：车辆信息、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效、经济效益和标识说
明。其中，66% 的标识项目显示制造商、车辆型号和燃料类型等车辆信
息。有10个项目按照车型类别提供有关能效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更准确
信息。90% 的项目标注了能效水平或评级，66% 的项目标注了二氧化碳
排放水平或评级以便消费者获悉车辆实际使用性能。此外，20%的标识
项目还包含经济效益指标，以便更贴近消费者需求。最后，超过 80% 的
标识标注了关于假设或免责声明的提示，超过 50% 的标识提供信息拓
展渠道。

3. 通过基于消费者信息调查的文献综述发现，车辆技术信息（例如电池、
续驶里程和充电时间）与经济效益指标（例如购车价格、能耗和成本节
省）对于私家车车主的购买决策至关重要。在这些变量中，续航里程、售
价、能耗和使用成本也是重型车购买者感兴趣且更关心的问题。尤其是
关于能耗和经济效益的准确信息可能是购买者控制其车辆总拥有成本
的决定性因素。

4. 需要进一步研究关键信息（包括GHG排放量和能效、评级系统和经济
效益）的基本标注方法。大多数市场采用实车测试或车辆模拟来确定标
识项目或监管标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效，但是需要进一步扩展温室
气体的监管范围。此外，对于重型车的性能评级，基线方法是一种更合理
的方法。基线值还可以结合实际测量值估算车辆的经济效益。

8.2. 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项目政策建议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结果，我们建议中国采取以下措施制定一项稳健务实的重
型车温室气体排放标识项目：

1. 中国需要制定一个标注所有温室气体（包括CO2、N2O、CH4 和 HFC）
排放量的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以 CO2 当量表示年温室气体总排放
量。由于包含非CO2排放量，报告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而不是各种温室气
体的单独排放量）将是比较不同车辆的重要通用指标。

2. 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应按照车型、燃料类型和GVW等级对重型车
进行分类。车型应包括载货汽车、自卸汽车、半挂牵引车、普通客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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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车以及专用车；车型分类可参照中国燃料消耗量标准中规定的方
法。此外，标识应涵盖所有燃料类型，尤其是对于温室气体减排至关重
要的电动或氢燃料电池重型车。

3. 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上的要素应体现监管目标并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因此，我们建议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包括 1) 车辆基本技术信息； 
2)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能效水平和评级； 3) 燃料成本与节省等经济效
益指标，以及相关激励政策； 4) 在标识说明中提供必要的提示和信息
拓展渠道。图 7 和图 8 展示了ST8级（GVW 16000 kg–20000 kg）
柴油载货汽车和 CB9 级（GVW 16500 kg–18000 kg）电动客车的
标识设计概念。

以下建议侧重于中国重型车温室气体标识项目关键要素的测量方法：

4. CO2 排放和能效值的测量应基于实车测试或车辆模拟；基于实车测试
测量 N2O 和 CH4 排放；基于制冷剂的GWP值和车用空调的泄漏率计
算HFC 排放量。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计算应基于 CO2、N2O、CH4 

和 HFC 的排放测算值（以 CO2 当量表示），并应基于车辆年行驶里程
（VKT）的假设值。欧盟和美国的重型车CO2 排放标准提供了通过实车
测试或车辆模拟测量重型车 CO2 排放和能效以及 HFC 排放的示例。
美国还为测量重型车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提供了借鉴参考。

5. 我们建议根据车型、GVW 等级和然料类型的基线偏差对温室气体排
放量和能效水平进行评级，并根据制冷剂 GWP 值及其泄漏率的综合
指标对 MVAC 系统进行评级。欧盟的重型车 CO2 排放标准在采用车
队平均方法设定基线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欧盟和美国的 MVAC 标准
为制冷剂 GWP 值和泄漏率提供了监管限值参考。

6. 对各类别重型车的燃料成本节省计算需基于相同类别柴油车基准能
耗。某车型的燃料成本可以通过其认证能耗值乘以能源零售价和此类
车型的VKT假设值进行估算。燃料成本节省对于让消费者了解清洁低
碳重型车的优势至关重要。为了凸显零排放车的经济效益优势，我们建
议将所有车辆的成本节省值与各类柴油车型的基线值进行比较。

7. 标识说明中应注明与环保和经济效益评级相关的关键假设值（如 
VKT、能源零售价等），并就标注值与实际性能参数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发布免责声明，以免对报告结果产生误解。

8. 如果标识无法完全显示车型环保效益相关的详细信息，标识上可提供
一个能获取详细信息平台的途径，如网址或二维码。消费者可通过官方
网站、制造商平台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了解车辆技术信息和激励政策相
关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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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机动车模拟工具发展现状概述
表 A1 汇总了中国、欧盟、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模拟工具开发相关的法规文件以
及利益相关者访谈资料。本附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情况。

表A1.确定燃料消耗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先进工具及中国重型车模拟工具

 中国
VECTO 
（欧盟）

GEM 
（美国）

HES 
（韩国）

MLIT工具 
（日本）

开发机构
（主管机构）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格拉茨技术大学代表欧

盟委员会
美国环保署,（美国国家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环境部和国立环境科学院 日本国土交通省

实施日期 内测阶段 2017 年 12 月 2011 年 1 月 2019 年第三次部署 2005 年设定

适用法规及
方法

重型车燃油效率标准 
（工信部）： 

GB 30510-2018;  
测量（工信部）： 

GB/T 27840-2021  
GB/T 19745-2021

重型车CO2 排放标准
油耗认证法规

重型车GHG排放量法规
(EPA); 

重型车燃油效率标准
(NHTSA)

CO2 排放监测法规
(MOE, 预计2024年

实施)

重型车燃油经济性标准 
(MLIT)

车型范围
半挂牵引车、载货汽车、
自卸汽车、普通客车和

城市客车

N2类车辆（GVW>7.5
吨）和N3类车辆

 
2022年扩展到货车

（GVW < 7.5吨）、 
城市客车和普通客车。

7类和8类 牵引车列车和
2b-8类专用汽车

整体式卡车： 
牵引车和城市客车

柴油货车（>3/5吨）、
牵引车和城市客车

动力总成类型 柴油、混动、纯电
动、CNG

柴油、汽油、乙醇、液
化石油气、天然气。

2022年扩展到双燃料*、
混动和纯电动汽车。

正在研究扩展到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和氢气-内燃

机汽车的可能性。

柴油、汽
油、CNG、LNG 柴油、CNG 柴油

试验循环

针对各类重型车的中国
特色循环工况：

CHTC-C
CHTC-LT
CHTC-HT
CHTC-D
CHTC-TT
C-WTVC

目前可用的定制循环。

5 VECTO循环工况： 
城市工况（UD）
区域工况（RD）
长途工况（LH）

城市多用途工况（MU）
施工工况I。 

目前可用的定制循环（基
于时间或基于距离）

5 GEM循环： 
CARB HHDDT循环2

2个巡航循环
2个怠速循环（仅用于专

用汽车）

WHVC3

 
韩国-WHVC

对于小型重型货车：
WLTC4

城市重型车: 
JE055

城际重型车：
重型车城际测试循环

相关产出
能耗(L/100km或 
kWh/100km等) 

CO2 排放量 
 (g/km或g/t-km等)

 
油耗（L/100km、g/t-
km或MJ/km等，2022
年扩展到电能消耗量）

2022年扩展到挂车和半
挂车对车辆CO2排放量和

能耗的影响。

CO2排放量 
（每英里g/t）

 
油耗 

（每英里gal/1000t）

CO2 排放量 (g/km)
 

油耗(km/L)
油耗(km/L)

* 仅适用于 2A 型双燃料发动机，这意味着双燃料发动机在WHTC试验热态循环下的平均气体能量比为10%-90%（10 % < GERWHTC < 90 %）且无柴油
模式，或者在WHTC试验热态循环下的平均气体能量比不小于90%（GERWHTC ≥ 90 %），但在怠速下能单独使用柴油，并且无柴油模式。

2 CARB HHDDT指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大型重型柴油卡车

3 WHVC指全球统一的车辆循环

4 WLTC指全球统一的轻型车测试循环

5 JE05指日本重型车城市测试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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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研究能效和车辆模拟方法；最常用的是中汽中心开
发的商用车能耗模拟工具。这款综合性模拟工具能够针对不同重型车类型、动
力总成类型、行驶工况甚至驾驶习惯进行建模。该工具是根据 GB/T 27840（
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测试方法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传统重型车模拟方法开
发的，目前其内部版本已升级扩展到混动和电动汽车。

该工具的最新版本可以模拟不同类型重型车在五种特定中国重型商用车行驶
工况（CHTC）、中国世界瞬态车辆循环（C-WTVC）以及其他定制循环工况下
的油耗；其中，CHTC包括CHTC-C（城市客车和普通客车）、CHTC-LT（小型
重型货车，GVW ≤ 5500 kg）、CHTC-HT（大型重型货车，GVW > 5500 
kg）、CHTC-D（自卸汽车）和CHTC-TT（半挂牵引车）。此外，中汽中心的验
证结果表明，在 C-WTVC 工况下，半挂牵引车的模拟与测试结果之间的偏差
仅为 4.37%，而载货汽车的偏差仅为 3.36% (Liu, 2021)。

欧盟

车辆能耗计算工具（VECTO）是由欧盟委员会开发的一款模拟工具，用于
确定重型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油耗。目前，VECTO仅适用于最大设计总
质量（GVW）大于 7500 kg 且使用柴油、天然气、汽油、乙醇或液化石油气
（LPG）燃料的内燃机货车。不过，随着认证法规的修订完善，这款工具也在
不断更新升级。最新的修正案将把VECTO 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GVW大于
3500 kg的货车以及城市客车和普通客车，预计将于2022 年 7 月实施。此
外，挂车和半挂车制造商必须确定如何通过优化车身来降低整车油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量。最后，替代燃料的油耗和能耗模拟也将逐步集成到 VECTO 中。双
燃料、混动和纯电动汽车预计最早将于 2022 年纳入VECTO，而燃料电池电
动和氢内燃机汽车将于下一阶段纳入。

在VECTO 中可输入多项变量来界定一款货车车型的组件和子系统性能，
其中包括发动机特性和油耗图、空气动力学特性、轮胎滚动阻力和传动效率
等。VECTO 提供了五种行驶工况，以模拟车辆在实际使用中的不同运行条
件，其中包括城市工况、区域工况、长途工况、城市多用途工况和施工工况。根
据货车所属类别选择行驶工况与规定有效负载的特定组合，通过VECTO模拟
运行来确定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油耗。然后，分别确定各种行驶工况与有
效负载组合的模拟结果。

美国

温室气体排放模型（GEM）由美国环保署（EPA）开发，用于确定7类和8类牵
引车列车和2b-8类专用汽车是否符合 EPA 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美国国家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燃油效率标准（美国环保署，2011a）。最新
版本为 GEM P2v3.5.1。该工具既被EPA用于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也被制
造商用于证明合规性。该工具适用于规定的柴油、汽油和天然气重型车子类别
（美国环保署，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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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ECTO 模型类似，制造商测量每辆车的物理特性，然后将各项测量值输
入 GEM 模型，其中包括发动机特性和参数图、空气动力学特性、轮胎滚动
阻力和传动效率等。然后，根据三个特定循环工况的加权平均值计算重型车
的能源效率；对于专用汽车，采用五个循环工况，其中包括 2 个附加的怠速
循环。一些输入项的通用值通常从内置数据库中获取，以减少每辆车的测试
前准备工作。与 VECTO 相比，GEM的驾驶员模型和换档策略存在重要差异
（Rodriguez，2018；Sharpe 等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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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标识的车型分类
表 A2 给出了中国油耗标准中推荐的车型分类等级。请注意，对于载货汽车、
自卸汽车、专用车、城市客车和普通客车，分类指标为总车重 (GVW)；对于半
挂牵引车，分类指标为综合总重 (GCW)。

表A2.基于中国燃油效率标准的车型分类及对应的年行驶里程假设值

车型 车队名称 质量段等级* 年行驶里程假设值

普通载货汽车 
(ST)

自卸汽车 
(DT)

专用车 
(UV)

ST1 / DT1 / UV1 3,500 kg–4,500kg

ST1 – ST5: 30,000 km
DT1 – DT5: 25,000 km
UV1 – UV5: 30,000 km

ST2 / DT2 / UV2 4,500 kg–5,500kg

ST3 / DT3 / UV3 5,500 kg–7,000kg

ST4 / DT4 / UV4 7,000 kg–8,500kg

ST5 / DT5 / UV5 8,500 kg–10,500kg

ST6 / DT6 / UV6 10,500 kg–12,500kg
ST6 – ST9: 50,000 km
DT6 – DT9: 30,000 km

UV6 – UV9: 30,000 
km

ST7 / DT7 / UV7 12,500 kg–16,000kg

ST8 / DT8 / UV8 16,000 kg–20,000kg

ST9 / DT9 / UV9 20,000 kg–25,000kg

ST10 / DT10 / UV10 25,000 kg–31,000kg ST10 – ST11: 60,000km
其他：35,000 kmST11 / DT11 / UV11 大于31,000 kg 

普通客车和城市客车 
(CB)

CB1 3,500 kg–4,500kg

CB1 – CB5:  
55,000 km

CB2 4,500 kg–5,500kg

CB3 5,500 kg–7,000kg

CB4 7,000 kg–8,500kg

CB5 8,500 kg–10,500kg

CB6 10,500 kg–12,500kg

CB6 – CB9:  
60,000 km

CB7 12,500 kg–14,500 kg

CB9 14,500 kg–16,500kg

CB9 16,500 kg–18,000kg

CB10 18,000 kg–22,000kg

CB11 22,000 kg–25,000kg CB10 – CB11:  
65,000 kmCB12 大于25,000 kg 

半挂牵引车 
(TT)

TT1 3,500 kg–18,000kg

TT1 – TT3: 60,000 kmTT2 18,000 kg–27,000kg

TT3 27,000 kg–35,000kg

TT4 35,000 kg–40,000kg

TT4 – TT6: 65,000 kmTT5 40,000 kg–43,000kg

TT6 43,000 kg–46,000kg

TT7 46,000 kg–49,000kg
TT7 – TT8: 70,000 km

TT8 大于49,000 kg 


